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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 要：“者”在《孙子兵法》中使用极为普遍，本文从“者”字结构的角度对其进行考察统计和分

析，试图更好的掌握“者”的语法功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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银雀山汉墓竹简（壹）中“者”共出现了 522 次，其使用频率之高，可见一斑。先前已

有不少学者对“者”的用法进行了研究，分类标准也不尽相同。因此，笔者选取《银雀山汉

墓竹简（壹）·孙子兵法》部分，对其“者”字结构的使用情况进行考察统计和分析，借以

观察“者”在《孙子兵法》中用法。

《孙子兵法》中“者”一共出现了 149 次，下面分别从四个方面对“者”进行考察分析。

一、“者”与名词、动词、形容词结合，构成者字结构，作句子成分，共计 41 例。

1、《孙子兵法》中“者”与名词结合，构成者字结构，共计 12 例，分别句子的主语（10

例），宾语（1 例），定语（1 例），起复指前面名词的作用。如：

（1）兵者，国之大事也。1《孙子兵法·计》

（2）天者，阴阳寒暑时制也。2-3《孙子兵法·计》

（3）衛（率）然者，常山之蛇也。116《孙子兵法·九地》

（4）时者，天之燥也。136《孙子兵法·火攻》

（5）君令有反此四变者。170《孙子兵法·四变》

（6）王者之道，□□厚爱其民者也。160-161《孙子兵法·吴问》

其中例（1）的“兵者”，例（2）的“天者”，例（3）的“率然者”，例（4）的“时者”

分别作各句的主语；例（5）的“四变者”作“反”的宾语；例（6）的“王者”作“道”的

定语。

2、《孙子兵法》中“者”与动词结合，构成者字结构，共计 14 例，分别作句子的主语

（9 例），宾语（2 例），定语（3 例）。如：

（7）昔善者，先为不可胜，以待敌可胜。28 正《孙子兵法·形·甲本》

（8）故善者，能使敌可胜。28 正-29《孙子兵法·形·甲本》

（9）不忒者，其所措胜败者也。42《孙子兵法·形·乙本》

（10）令发【之日】士坐者涕□□（沾襟）。115《孙子兵法·九地》

其中例（7）的“善者”，例（8）的“善者”，分别作各句的主语；例（9）的“败者”

作“胜”的宾语；例（10）的“坐者”作“士”的定语。

3、《孙子兵法》中“者”与形容词结合，构成者字结构，共计 15 例，分别作句子的主语

（13 例），谓语（2 例），如：

（11）虽智者，不能善其后矣。11-12《孙子兵法·作战》



（12）远者远输则百姓贫。14《孙子兵法·作战》

（13）疲者后。71《孙子兵法·军争》

（14）见胜不过众人之智，非善者也。40《孙子兵法·形·乙本》

其中例（11）的“智者”，例（12）的“远者”，例（13）的“疲者”分别作各句的主语；

例（14）的“善者”作全句的谓语，即“不是最好的”。

二、“者”与名词性短语、动词性短语、形容词性短语结合，构成者字结构，作句子成分，

共计 59 例。

4、《孙子兵法》中“者”与名词性短语结合，构成者字结构，仅 1 例。如下：

（15）凡难行之道者，为圪地。106《孙子兵法·九地》

这里，“者”与名词性短语“难行之道”结合，作句子的主语。

5、《孙子兵法》中“者”与动词性短语结合，构成者字结构，共计 56 例，分别作句子的

主语（49 例），谓语（4 例），宾语（3例）。如：

（16）不忒者，其所措必胜。32《孙子兵法·形·甲本》

（17）备前者后寡，备左者右寡。60《孙子兵法·虚实》

（18）不知敌之情者，不仁之至也。143《孙子兵法·用间》

（19）以治待乱，以静待哗，此治心者也。80《孙子兵法·军争》

（20）古之所谓善战者，胜于易胜者也。32《孙子兵法·形·甲本》

其中例（16）的“不忒者”，例（17）的“备前者”，例（18）的“不知敌之情者”，分

别作各句的主语；例（19）的“治心者”作全句的谓语；例（20）的“易胜者”作“胜于”

的宾语。

6、《孙子兵法》中“者”与形容词性短语结合，构成者字结构，仅 2例。如下：

（21）国之贫于师者远输。13-14《孙子兵法·作战》

（22）四勶者，矍地也。123《孙子兵法·九地》

其中例（21）的“贫于师者”作“国”的定语；例（22）的“四勶者”作全句的主语。

三、“者”与主谓短语、复句结合，构成者字结构，作句子成分，共计 21 例。

7、《孙子兵法》中“者”与主谓短语结合，构成者字结构，共计 9 例，分别作句子的主语

（6 例），谓语（1 例），宾语（2 例）。如：

（23）军扰者，将不重也。99《孙子兵法·行军》

（24）山谷水泽，军无能生者。168《孙子兵法·四变》

（25）必取于人知者。145《孙子兵法·用间》

其中例（23）的“军扰者”作句子的主语；例（24）的“军无能生者”做全句的谓语；

例（25）的“人知者”作“取于”的宾语。

8、《孙子兵法》中“者”与复句结合，构成者字结构，共计 12 例，均作句子的主语。如：

（26）未战而庙算胜者，得算多也。7《孙子兵法·计》

（27）彼寡可以击吾众者，为围地。107《孙子兵法·九地》

例（26）的“未战而庙算胜者”与例（27）的“彼寡可以击吾众者”分别作各句的主语。

四、“数词 + 者”，“所 + 动 + 者”，构成者字结构，作句子成分，共计 14 例。

9、《孙子兵法》中“数词 + 者”构成者字结构，仅 3 例。如下：

（28）凡此五者，将莫不闻。4-5《孙子兵法·计》

（29）四五者，不知一，非霸王之兵也。128《孙子兵法·九地》

（30）□四者，风起之日也。136《孙子兵法·火攻》

以上 3 例的“数词 + 者”均在句中作主语。

10、《孙子兵法》中“所 + 动 + 者”，构成者字结构，共 11 例，分别作句子的主语（5例），

定语（6 例）。如：



（31）无所往者，死地也。124《孙子兵法·九地》

（32）徐（途）之所不由者。163《孙子兵法·四变》

其中例（31）的“无所往者”作句子的主语；例（32）的“所不由者”作“途”的定语。

以上四类，基本上概括了《孙子兵法》中“者”的各种用法。

另外，笔者还总结了“如此 + 者”，“ 若此 + 者”的结构，共计 4 例，如下：

（33）如此者，弗由也。163《孙子兵法·四变》

（34）如此者，军唯可击，弗击也。165《孙子兵法·四变》

（35）若此者，城唯可攻，弗攻也。167《孙子兵法·四变》

（36）如此者，弗争也。169《孙子兵法·四变》

笔者认为“如此 + 者”，“ 若此 + 者”构成者字结构均在句中作主语。

最后笔者在对《孙子兵法》“者”进行穷尽分析的过程中，发现了“者也”结构连用位

于句末，这种情况在《孙子兵法》中一共出现了 14 次。如下：

（37）道者，令民與上同意者也。3《孙子兵法·计》

（38） 曰善，非善者也。31《孙子兵法·形·甲本》——据今本《孙子兵法》补充为“战

胜而天下曰善，非善之善者也。”

（39）所胃（謂）善者，勝易勝者也。32《孙子兵法·形·甲本》

（40）見勝【不】過眾人之智，非善者也。40《孙子兵法·形·乙本》

（41） 易勝者也。41《孙子兵法·形·乙本》——据今本《孙子兵法》补充为“古之所谓

善战者，胜于易胜者也。”

（42）不貸（忒）者，其所錯【措】勝敗者也。42《孙子兵法·形·乙本》

（43）衆者，使人備己者也。60《孙子兵法·实虚》

（44）知汙（迂）直之計者也。69《孙子兵法·军争》

（45） 遠，以失（佚）【待】勞，以飽侍（待）飢，此治力者也。79-80《孙子兵法·军争》

（46） 軍者也。97《孙子兵法·行军》——据今本《孙子兵法》补充为“少而往来者，营

军也。”

（47）□□閒閒，□言人者，失其眾者也。100《孙子兵法·行军》——据今本《孙子兵法》

补充为“谆谆翕翕，徐与人言者，失众也。”

（48） 鄉人而用者也。146《孙子兵法·用间》——据今本《孙子兵法》补充为“乡间者，

因其乡人而用之。”

（49）王者之道，□□厚愛其民者也。160-161《孙子兵法·吴问》

（50） □不從令者也。205《孙子兵法·见吴王》

笔者想要阐述的是，虽然从形式上来说，这 14 个“者也”都位于句末，看似一样，但

实际上，他们的结构以及在句中的作用是不一样的。笔者认为例（37）、例（43）、例（44）、

例（46）、例（47）、例（49）中的“者也”结构可以变为“也”而不改变全句意义。但其余

例子如果将“者也”结构变为“也”，那全句的意义也会改变。即：

者也—→也（意义不变）

者也—→也（意义要变）

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，“者”在文言中，是个兼类词，既可当“特殊的指示代词”（可

以指代人、事、物，但它与一般指示代词不同，必须粘附于其他词之后构成“者”结构，才

能起到指代作用，故王力将它称为“特殊指示代词”，有人叫“助词”），同时也可以作“语

气词”，作“语气词”时“者也”连用，“者”可以省略，作“代词”时，“者也”相连，

“者”就不能省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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